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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校

思政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

手段,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深入研究“互联网+”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探索思政

教育的创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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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human society has fully entered the 

"Internet +" era. Under this time backgr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ot only 

provides rich resources and mean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brings many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deeply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 technolog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way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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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在塑造大学生正确三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历

来备受社会关注。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思政教

育方式面临挑战。互联网虽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但信息繁杂、

真伪难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认知,也

对高校思政教育提出新要求。因此,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

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亟

待解决的课题。 

1 互联网环境影响下高校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1.1学生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获取知识 

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获取信息和

知识,这不仅体现在对专业知识的搜索和学习上,也体现在对时

事政治、社会热点等问题的关注上。互联网以其海量的信息资

源和便捷的搜索方式,极大地满足了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同

时,互联网上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交

流和思想碰撞的机会。然而,这种趋势也对高校的思政教育提出

了新的挑战,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利用互联网资源,提高其信息鉴

别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成为当前高校思政教育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 

1.2互联网时代学校的管理能力被弱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高校的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真

假难辨、监管难度加大等问题。学生在互联网上可以接触到各

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其中不乏一些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想。如果

学校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措施,就很难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

的监管和干预。此外,互联网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也增加了学校管

理的难度,一些学生可能会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或参与不良

活动,给学校的声誉和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高校需要加强

对互联网的管理和监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提高学校

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1.3新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它正在深刻

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对于高校思政教育而

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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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技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丰富的资源,

使得思政教育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另一方

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要求思政教育不断创新和变革,以适应

新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因此,高校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积极拥抱互联网技术,加强思政教育的创新和实践,推动思政教

育的现代化和高效化。 

2 互联网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2.1丰富课堂内容,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丰富的

教学资源,极大地丰富了课堂内容。通过在线学习平台、网络课

程、多媒体教学等手段,教师可以轻松获取到大量的教学素材和

案例,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具体。同时,互联网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自主学习,

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拓宽了学生

的知识视野,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思

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2.2信息传播迅速,提高思政知识的传播的时效性 

互联网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这使得思政知

识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高效[2]。通过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平台,

学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内外的时事政治、社会热点等信息,

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和理解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利

用互联网及时获取 新的思政教育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不断

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这种信

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思政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2.3加强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更加便

捷和高效的渠道。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家长微信群等方式,学校

和家长可以实时交流学生的学习情况、思想动态等信息,共同

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增强了家校之间

的互信和合作,也促进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通

过家校合作,学校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特点,为他们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家长也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学

生的教育中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种良好

的家校关系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和幸福感。 

3 互联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消极 

3.1致使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沉迷于网络,影响学业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大量信息和娱乐资源触手可及,这无疑

为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提供了沉迷网络的温床。部分学生因过度

沉迷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虚拟世界,导致学习时间被大量挤

占,学业成绩受到严重影响。长期沉迷于网络不仅会使学生失去

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热情,还可能造成社交障碍、孤独感等心理

问题,进一步加剧学业困境。因此,高校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思政

教育时,必须重视对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的引导和管理,防止学生

沉迷于网络而荒废学业。 

3.2互联网传播的信息繁杂,错误的信息影响学生的思想

认知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各种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

辨。其中不乏一些错误、消极的信息,如极端主义思想、反动言

论等。这些信息一旦被学生接触并接受,就可能对其思想认知产

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价值观扭曲[3]。因此,高校在利用互联网

进行思政教育时,必须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筛选和过滤,确保学生

接触到的是健康、正确的信息。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学生信息鉴

别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在繁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

容,避免被错误信息误导。 

3.3网络与现实存在反差,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反

差。部分学生在网络中追求虚拟的荣誉和成就,但在现实生活中

却感到失落和挫败。这种反差可能导致学生对现实生活产生不

满和抵触情绪,甚至引发心理问题。此外,网络中的虚拟交往也

可能导致学生缺乏真实的人际交往能力,影响其社交技能和情

感发展。因此,高校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思政教育时,需要注重引

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与现实的关系,培养他们的现实感和责任

感,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 

4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 

4.1将大学生放在思政教育的主体地位上 

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应更加注重大学生的

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需求[4]。传统的思政教育往往以教

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高校应转变教育观念,将大学生置于思

政教育的主体地位上,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通过组织讨论、开展实践活动等方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例如,以高校开展的“青年声音”主题活动为例,该活动鼓

励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发表对时事政治、社会热点等问题的看法

和见解。学生们积极参与,纷纷在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表达

自己的观点,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思辨能力,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会

责任感。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学生代表与思政教师进行线上线下

交流,让学生们有机会直接参与到思政教育的设计和实施中。这

种互动式、参与式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

极性,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通

过这一活动,学生们不仅深化了对思政知识的理解,也提升了自

身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将大学生放在

思政教育主体地位上的重要性和积极效果。 

4.2加强对学生互联网道德的教育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但同时也带

来了道德风险。因此,高校在思政教育中应加强对学生的互联网

道德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通过开设相关课

程、举办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网络道德知识,教育他们遵守

网络规则,尊重他人隐私,不传播虚假信息。同时,高校还应加强

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管,对违反网络道德的行为进行及时纠正



项目工程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112(P) / 2972-412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9 

Project Engineering 

和处理,以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和健康。 

例如,在加强对学生互联网道德教育方面,高校采取了一系

列创新举措。其中,一次名为“网络文明行”的主题活动尤为引

人注目。活动伊始,学校邀请了网络安全专家为学生们举办讲座,

深入剖析网络道德的重要性及网络不良行为的危害。随后,学生

们分组进行线上讨论,围绕网络欺凌、信息泄露等话题展开深入

讨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同时,学校还通过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发布网络道德知识普及文章,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

网络道德观念。活动 后,学校组织了“网络文明签名”活动,

学生们纷纷签下自己的名字,承诺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共

同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和健康。通过此次活动,学生们对互联网

道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增强了他们在网络世界中的自律

意识和责任感。 

4.3增强对高校思政教师的人才队伍建设 

高校思政教师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5]。在“互联网+”背景下,

高校应加强对思政教师的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通过定期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更新教师的知识

结构和教学方法,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需求。同

时,高校还应积极引进优秀的思政教师人才,为思政教育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例如,高校在增强思政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学校高度重视思政教师的选拔和培养,通过引进优秀人

才、加强在职教师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思政教师队伍的整体素

质。学校积极引进具有博士学位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思政教师,

为思政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学校还定期组织思政教师参

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增强他们的创新

意识和教学能力。此外,学校还注重思政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培养。通过组织教师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让他们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增强对思政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思政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也为学校思政

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如今,该校的思政教

师队伍已经成为一支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坚力量,为培

养新时代优秀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4.4不断地改进与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高校思政教育必须不断创新

教学方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已难以满

足学生的需求,高校应积极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

教学、情景教学、翻转课堂等。这些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同时,高校还

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在线教育、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

学模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

学习体验。 

5 结论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成

为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应积极探索和实践,

将互联网技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政

教育模式。同时,也要认识到,思政教育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培养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大学生而不断奋斗,

共同书写高校思政教育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刘粟.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现状及对策[J].华

章,2022(3):66-68. 

[2]邓莉莎.“互联网+”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22(3):1. 

[3]宋雅婷.基于“互联网+”背景的高校学生思政教育创新

研究[J].快乐阅读,2023(5):75-77. 

[4]何宏莲,郭诗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思政教

育创新策略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

刊),2022(4):185-188. 

[5]肖敏勤.“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实践研究

[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5):1-3. 

 

 


